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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街区餐饮业态与地方营造策略的空间分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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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文化街区在开发中大多吸引了餐饮活动的进入，餐厅经营者只有适应区位特点、打造满足特定

消费者需求的地方特色空间，才能更有效地提高投入产出效率。由此，在历史文化街区这一较小的空间尺度内，餐

饮业态和地方营造策略也可能因为不同消费群体集中活动的区域不同而呈现出地域分异。为此，文章结合对屯溪老

街街区餐饮业格局和若干代表性商家的实地调研，剖析验证了这一现象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在调研区范围内，

由于当地不同居民群体和游客的主要活动空间存在分异，不仅造成了较明显的餐饮业态空间分异，也促使地处不同

区位的同一业态餐厅经营者倾向于选择不同的地方营造策略，以更有效地适应所在区位主要消费群体的需求；而消

费者则会通过对实体空间和文化氛围等的感知，选择能满足其地方性想象需求的餐厅。由此可见，在消费社会背景

下，经济地理学的区位研究与文化地理学的地方营造研究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在利润目标的驱动下，消费空间的

业态和地方营造策略选择，会较大程度地受到不同消费群体活动空间范围的影响。 

【关键词】：餐饮业 地方营造 空间分异 文化氛围 屯溪老街街区 

【中图分类号】：F71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462（2020）06-0147-09 

历史文化街区大多保存了大量文物建筑和原有街巷格局，同时还是当地居民长期生活的场所，因而能够展现特定地方的文

化风貌和生活样式[1]，具有较明显的旅游开发潜力。近年来，不少历史文化街区都在旅游开发中被打造为商业街，而作为实体商

业“引流业态”的餐饮业大多占有重要地位[2]，甚至成为旅游者造访的主要动机，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文化形象提升发挥了重

要作用[3]。由于地方特色传统文化是历史街区旅游开发的重要卖点，其餐饮业的发展往往面临地方营造的难题，需要在建构地方

特色和满足资本利润最大化动机之间实现平衡。为此，历史文化街区的餐饮业经营者无论在业态或空间营造策略的选择中，都

必须关注目标消费群体的需求。特别地，在消费社会深入发展的背景下，餐厅、酒吧等消费空间的营造与消费者身份建构需求

之间的关系受到广泛关注[4]，而不少历史文化街区的餐饮消费者也希望能满足其“有文化”“有品位”等与身份建构相关的需

求，这就使得餐饮业经营者需要以适应特定消费群体的需求为目标选择经营业态和地方营造策略。而如果不同消费群体在历史

街区的集中活动区域存在较明显的差异，由此产生的区位差异就可能成为餐饮业态和地方营造策略空间分异的重要基础。 

地理学家对商业活动的区位研究业已取得丰硕成果，新的数据源和研究方法也不断涌现[5]，但大多基于较大空间尺度，且较

少关注消费者需求。例如，不少研究主要基于城市等较大空间尺度[6]，通过核密度、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刻画了餐饮业态的地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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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7]，但却较少关注消费者的心理和行为。但在消费社会时代，商品的符号价值逐渐成为其使用价值的重要表现形式，身份建构

也成为消费的主要动机[8]，这推动着消费研究由主要关注“空间中的消费”更多转向“对空间的消费”，历史文化街区和餐厅等

也已成为表征消费群体身份和生活品味的商品
[9]
。由此，商业区位研究必须更多关注拥有不同价值观和身份建构需求的消费群体

的空间分布特征。为此，本文主要拟结合对屯溪老街地块餐饮活动的调研，探索在这一较小空间尺度上餐饮业态的空间分异状

况及其与消费群体空间分布特征的关系，以期从经济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交叉研究的视角，揭示区位研究在消费社会时代消费

空间研究中的独特价值。 

1 历史文化街区餐饮业空间分异的形成机理 

历史文化街区的餐饮活动在业态和地方营造策略等方面的空间分异，是区位研究在小尺度地域范围的价值体现；而且，由

于在小尺度空间内商品和要素流动的障碍可以忽略，因而主要体现的是不同类型消费者空间集聚特征的影响。 

1.1区位对餐饮业态的可能影响 

餐饮消费除满足人们的日常生理需求并创造经济价值外，还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
[10]

，这就使得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差异

成为影响餐饮业态选择的重要区位因子。相关研究显示，餐厅经营者会根据个人经验进行区位决策[11]，因为良好的区位条件可

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12]，提升其满意度[13]，增加餐厅的回头客[14]，这也导致了不同餐饮业态之间对区位的竞争。Smith的实证

研究显示，不同类型的餐馆（快餐店）会选择不同区位[15],Moore 发现，有机食品店会更多分布在高收入群体的聚集区[16]，郑陆

霖的研究也显示，不同人口聚居区提供的餐饮服务有较大差别[17]。这些现象既体现了经济区位竞争的结果，也与不同群体的餐

饮习惯有关，反映了消费者需求的影响。实际上，自 1940年代开始，不少地理学家就致力在文化发展的脉络中，探讨食物消费

的空间格局和奇特景观
[18]

；在现代消费社会，为满足消费者建构社会地位和生活品味的需求
[19]
，餐厅往往采用适合的形式以帮

助其达到区分“他者”的目的[20]。不同餐饮业态在商品（服务）层次和价格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满足的是不同类型

消费者的需求，由此，以消费者活动范围的分异为基础的区位特征可能对餐饮业态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1.2区位对餐厅地方营造的可能影响 

与业态相比，消费空间所承载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意义更可能成为消费者追逐的对象[21]，这也使得区位对餐厅地方营造的影

响较为显著。地方营造指空间在主体的创造下被赋予特殊意义的过程，这里的地方主要体现了与意义、价值观相关的情感内涵。

虽然 Harvey 认为，地方根植于潜在的社会规范和文化价值[22]。但 Massey 提出，地方的特殊性是由特定社会关系互动、而非长

期历史所赋予的
[23]
;Feuchtwang也认为，地方是通过选择和建立中心点的方式形成的

[24]
。这就是说，地方未必都是经由长期人地

互动而自然形成的，特别是餐厅这样的小尺度空间，完全可以经由当代人自发或自觉的行动而迅速转变为对某些人有意义的地

方，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归宿点。由此，地方营造可以被视为空间使用者通过认知、定义和创造等方式投注意义，使空间转

变成地方的过程[25]，基于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方式，Lew 将其分为地方建构（place-making）和地方营建（placemaking）两种类

型，前者主要指底层自发的、无意识的行动，后者则更多指政府和旅游部门规划的、有意识的主题化行动[26]。就餐厅的研究而

言，地方营造就是主体对餐厅的空间赋予地方意义、并使之成为餐饮消费者身份建构和情感寄托载体的过程。由于 Lew 所说的

两种作用方式都可能存在，在本研究中未作刻意区分。 

区位对餐厅地方营造的影响主要与消费者对餐厅意义的需求有关。在餐饮消费中，“我在哪里吃”有时比“我吃什么”更

为重要，这说明餐厅已成为由叠加在其上的各种社会关系所建构的意义空间[27]，而地方营造则是其意义生产的重要途径[28]，以

引导消费者产生与消费环境相符的地方认知和情感认同[29]。正是藉由文化经济手段不断进行的这一空间再生产过程[19]，餐厅成

为了符号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文化综合体[30]。特定餐厅往往会通过空间符号的展演，积极响应特定消费群体的身份建构需求[31]，

以此吸引目标消费群体并获得较高的经济利润[13]。这是餐饮业经营者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中，提供差异化服务的必然选择，

也是某种垄断利润的源泉；当然，消费者与经营者对空间符号的理解不一定完全一致，更遑论满足人文主义视角下每一个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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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差异性需求，但从结构主义的视角看，只要其符号意义能被特定消费群体的大多数人认可，餐厅的地方营造就达到了目标。

可见，这一过程渗透着消费主体的身份塑造和认同形构[32]，而区位对餐厅地方营造策略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不同区位的主要

消费群体存在差异，不同区位的经营者主要适应这种差异，选择不同的地方营造策略，这具体可以体现在建筑风格、内部装饰

等物质层面[28]，也可以体现在经由历史故事、文化表演、服务人员服饰等塑造的餐饮消费氛围等非物质层面[33]。总的看来，餐

厅的地方营造可以经由“身份—消费—地方”的关系脉络进行解读，这给本文研究方法的选择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1.3区位对历史文化街区餐饮业态及地方营造空间格局的可能影响 

在历史文化街区这一较小的空间尺度上，至少存在居民和游客两类消费群体，他们活动的地域空间可能存在分隔。而如果

周边不同收入水平和价值观的居民在活动空间上也存在分异，则可能造成餐饮业等消费活动在业态和地方营造等方面较明显的

地域分异。这首先是因为游客和当地居民对地方传统文化的认识方式和水平存在差异，文化基础和经济实力也有不同。外地游

客大多会以学习和尝鲜的心态，倾向于消费地方特色传统美食文化；而当地人则可能对地方传统美食习以为常，更注重餐饮满

足其日常生理需求层次的使用价值；当然，还会有一部分对现代美食文化感兴趣的当地消费者，倾向于选择异地美食或在传统

地方美食文化中融入现代元素，这就促成了历史街区餐饮业态和餐厅营造策略的多元化。而如若不同类型消费群体的主要空间

活动空间存在分异，则会导致餐饮活动较明显的空间分异。如要验证这一推断，不仅要考察不同消费群体在活动空间方面的差

异及其消费需求特点，也要观察不同区位餐饮业态和地方营造策略的特点，进而探索其间的联系。应该说，历史街区餐饮业的

地域分异现象不仅体现了消费者与文化相关的需求对区位的影响，也体现了经营者为满足经济利润目标的理性选择，表明了文

化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交叉研究的价值。而消费者对商家地方营造策略的感知和认可，往往能提升商家的经营绩效，从而固化

了这一空间分异现象。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为验证历史文化街区餐饮业发展的空间分异规律，选择由延安路、滨江西路、新安北路等城市主干道围合的屯溪老街街区

进行实地调研。屯溪老街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从老大桥至牌楼影壁，全长 800 多米。其发展始于宋代；明末清初，已具

一定规模；到咸丰、同治年间，茶工云集，各类商号林立，街道逐年拓展；1995 年 3 月，被建设部确定为唯一的“国家历史文

化保护街区”。而在旅游开发方面，1985年，老街即利用社会资金修复、新开商店百余家，并恢复了一些老字号；1986年 1月，

开始建设“屯溪古代街”，而作为《小花》等影片的外景地也吸引了许多游客[34]；到 1993年，老街店铺增至 227家，营业面积

增至 14300m
2[35]

；据笔者 2013 年 6 月的调查，老街铺面已达 314 家，每年吸引游客近 600 万。不过，老街并不是一个收取门票

的景点，老街及其周边还有不少老式民居和新式公寓楼，因而是一个游客与当地居民杂处的空间。同时，虽出于历史建筑保护

的需要，老街的正街上较少使用明火的餐厅，但老街周边的各色餐饮业发展较好。为此，本研究的调研范围不仅包括老街正街

及三条横街等旅游活动的主要区域，也包括百大商场、新华书店等新的商业建筑（以下简称百大商圈），还包括地块内许多老式

建筑和新式住宅小区。 

2.2研究方案设计 

研究综合采用了问卷调查、个别访谈、景观观察和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具体地说，首先基于大众点评、美团、马蜂窝等

网络平台获取当地餐饮活动的商家信息，并通过调研核实了全部商家的地理位置和经营业态，通过问卷调查获取了各类受访消

费者的社会属性和消费动机。考虑到徽菜餐厅是最具当地特色的餐饮业态，主要选择不同区位的代表性徽菜餐厅进行景观观察

和半结构式访谈，以了解经营者的地方营造策略和消费者的感知状况。 

2.3调研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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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6月，基于网络资料，发现调研区域内共有 73处餐厅经营者；2018年 7月 16—18日，利用指导学生实习契机，逐

一核实了所有餐厅的地理位置，并在每一餐厅随机抽取 10 位消费者进行了问卷调查；2019 年 3 月 10—12 日，再次利用学生实

习回访所有商家，并在各餐厅随机抽取 3位消费者进行了问卷调查；2019年 7月 8—9日，第三次回访调研地块，发现在三次调

研中均正常营业的餐厅共 69家，以其作为业态研究的对象，并筛选出这些餐厅的消费者进行分析。经整理，第一轮发放问卷 690

份，回收的有效问卷 613 份；第二轮发放问卷 207份，回收的有效问卷 176份。从受访者的信息统计看（表 1），这些餐厅的消

费者中，游客占比达到三成以上，当地居民中白领和退休职工的占比也都比较高；结合问卷完成的地点，发现游客主要在老街

正街及三条横马路上，当地退休职工和白领则分别在老式居民区周边和百大商圈附近消费的频率较高。 

表 1问卷受访者信息统计 

消费者身份 
2018年 7月 16—22日 2019年 3月 10—12日 

受访人数（人） 占比（％） 受访人数（人） 占比（％） 

游客 197 32.1 68 38.6 

当地白领 176 28.7 54 30.7 

当地退休职

工 
99 16.2 31 17.6 

其他 141 23.0 23 13.1 

合计 613 100.0 176 100.0 

 

代表性徽菜餐厅的地方营造研究，选取了位于屯溪老街的老街第一楼和同聚楼，位于延安路老式居民区的徽菜第一家、绩

溪徽菜馆以及位于百大商圈的状元一家、云家半里。前两次调研，重点进行景观观察；2019年 7月 8—12日，主要对 24位消费

者和 6 位餐厅经营者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表 1），每位访谈约持续 15～20min。为弥补访谈样本的不足，研究还收集了各餐厅

在网络平台上发布的其营销理念、策略以及 24位消费者在微博、朋友圈等网络媒体中对相关餐厅的评价，共整理出约 8万字的

文本。 

3 调研结果分析 

3.1屯溪老街街区餐饮业态的空间分异 

调研区域内的 69处餐饮空间中，20处位于老街正街和三条横街，24处位于老式居民区的沿街地段，另有 25处位于百大商

圈。根据主营的食物种类，可将其业态划分为西餐厅、中式快餐厅、徽菜餐厅以及其他传统菜系餐厅四类，结合位置信息，利

用 ArcGIS绘制了餐饮空间分布示意图（图 1）。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的倒数作为餐饮业

多元化指数（数值越大，该地块餐饮业态越多元）[36]，可发现调研地块的餐饮业态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异。老街正街和三条横街

的餐饮业多元化指数相对较低（2.020),65%的为徽菜餐厅，而二马路南段设有 4 家咖啡馆，则与政府将二马路规划为酒吧风情

街有关，而出于防火原因，正街上原有的餐厅陆续迁到二马路和三马路，正街上仅保留部分老字号餐厅。不过，实地调研显示，

二马路上的西餐厅生意比较冷清，而正街上的徽菜餐厅却最受消费者欢迎，表明景区内具有地方特色的餐厅较为契合游客的需

求。老式居民区沿街地段的餐饮业多元化指数为 2.072，同样以徽菜餐厅为主，但在延安路和新风巷沿线有一定比例的中式快餐

厅（37.5%），主要提供日常便餐和简餐。此外，靠近老大桥的滨江西路沿线原本也有餐厅分布，但自 2018年 1月开始，由于实

施改造工程而暂时关闭。百大商圈的餐饮业多元化指数达到 2.934，除少量徽菜餐厅外，主要有麻辣烫、沙县小吃等中式快餐厅

以及匹萨、牛排等各式西餐厅和川菜、豫菜等其它传统菜系餐厅。 

表 2案例餐厅访谈样本的构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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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居住地 序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居住地 

A1 女 30 餐厅经理 本市 D1 女 36 餐厅店主 本市 

A2 女 26 规划公司职员 武汉 D2 男 62 退休职工 本市 

A3 男 51 小学教师 南京 D3 男 64 退休职工 本市 

A4 男 21 本科在读 北京 D4 男 68 退休职工 本市 

A5 男 39 银行经理 宁波 D5 女 67 退休职工 本市 

B1 女 42 餐厅经理 黄山 E1 女 31 餐厅经理 本市 

B2 男 37 摄影师 南京 E2 女 27 公务员 本市 

B3 女 36 公务员 常州 E3 男 38 物流公司经理 本市 

B4 男 20 本科在读 上海 E4 男 33 地产公司经理 本市 

B5 男 25 地产公司职员 佛山 E5 男 36 医生 本市 

C1 男 41 餐厅店主 本市 F1 女 27 餐厅经理 本市 

C2 女 62 退休职工 本市 F2 男 46 银行经理 本市 

C3 女 64 退休职工 本市 F3 女 28 物流公司职员 本市 

C4 男 65 退休职工 本市 F4 女 28 会计 本市 

C5 男 70 退休职工 本市 F5 男 34 室内设计师 本市 

 

注：字母 A指“老街第一楼”，B指“同聚楼”，C指“徽菜第一家”，D指“绩溪徽菜馆”，E指“状元一家”，F指“云

家半里”。 

 

图 1屯溪老街地块的餐饮业态分布 

3.2屯溪老街街区不同区位的目标消费群体分异 

结合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发现调研区域内餐饮业的主要消费群体在活动空间上存在明显差异，这就使不同区位餐厅的目

标消费群体存在差异。老街正街及三条横马路主要是游客活动的空间，即使住在周边的本地居民也较少在此地段消费。而不少

游客的餐饮消费带着追求“文化差异”的诉求
[37]
，期待通过老街的餐饮消费帮助其建构“短暂移民”的身份，以获得他者性体

验[38]。例如，在老街第一楼用餐的某外地大学生（A4）就表示，“这次来黄山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品尝地道的徽州味道，通过

享用前人留下的美食遗产来真切地感受徽州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风俗人情，也当一回地地道道的徽州人”。当然，也有不

少游客只是在老街“顺便吃个饭，品尝一下当地的徽菜，正好在大众点评上搜到这家排名第一的餐厅，看图片和文字介绍觉得

餐厅非常古朴典雅，消费口碑也很不错，…就在这里了”（A2）。也有游客表示，是因为“看到餐厅的老字号招牌，非常古典的

设计，以及服务员在门口热情的吆喝，就进店来品尝一下，体验一下正宗的徽菜”（B2）。可见，除了网上宣传，装修风格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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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标签等也是餐厅吸引力的重要源泉。受访的同聚楼餐厅经理（B1）就表示，“整条屯溪老街（包括二、三马路）上的餐

厅都是做游客生意的，餐厅为吸引游客会刻意打造得很复古，凸显徽州传统文化的特色，再挂一些诸如‘百年老店’的招牌，

就能赢得游客的认可，引导他们进店消费”。而老街外围的老式居民区附近，则主要是当地居民、尤其是居住于此的退休职工

活动的空间，他们更习惯当地的传统美食，希冀通过追寻“记忆中的味道”来维系地方认同和强化本地人身份。不过，他们的

收入不高，也习惯了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因此“会选择去一些土菜馆，菜的味道好而且价格也公道，比如这家店（指徽菜第

一家）就很不错，馆子都是老师傅掌厨的，烧出来的徽菜又正宗又好吃，跟我小时候吃的味道一样，而且价格比老街上给游客

吃的餐厅便宜多了，所以我经常来这边吃”（受访者 C4）。而居住于新式住宅小区的当地白领，则倾向于追求新鲜事物以彰显其

生活品味，餐饮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价值观的表征。他们会在意优雅的就餐环境和便利的现代设施，习惯选择“有网红气

质的餐厅，设计上很有现代感，我经常会和朋友们在这里（指云家半里）约个饭，主要是环境很优雅，建筑装饰也很精美，坐

在窗边还可以看美丽的江景，让人感觉很放松”（受访者 F3），而这些餐饮空间的经营者也会将自己的店“定位于中高档餐厅，

主要针对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商务人士…落地窗的设计让消费者能够一瞻外面优美的风景。餐厅内有表演区供游客欣赏，还有

专门的儿童娱乐区和吧台，因此很多周边的城市白领都会选择来这里消费”（受访者 F1）。可见，屯溪老街地块的不同消费群体

不仅有差异性的价值观和身份建构需求，在活动空间上也存在一定的区隔，这就造成了不同区位的目标消费群体存在明显差异。

餐饮业经营者已经发觉这一差异，并据此选择商业业态和地方营造策略，这便是调研地块出现餐饮业空间分异现象的重要内因。

当然，政府在规划上的指导和禁止规定也会对餐饮业的空间格局有影响，但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消费者的空间分异可能影响

更大。 

3.3屯溪老街地块不同区位餐厅的地方营造策略分异 

屯溪老街是徽州文化展示的重要空间，游客为满足对徽文化的学习需求和地方想象会倾向于选择徽菜，当地人也会希冀以

徽菜寻找“记忆中的味道”，因此，研究选择以徽菜餐厅进一步探索区位对餐厅地方营造策略的影响。重点是考察不同区位的

餐厅在实体空间和文化氛围塑造方面的策略，同时，也访谈了消费者对商家地方营造策略的感知状况。这也有助于在消费者和

经营者之间建立起可理解的模式。由于本研究选取的都是人气相对较旺的餐厅，可见，其地方营造策略总体是成功的，这也反

映了地方营造策略的空间分异可能是长期稳定的。 

3.3.1实体空间的地方营造 

餐厅的实体空间是可以被消费者直观感知的[39]，尤其是内部和外部空间设计，往往能为消费者带来独特的视觉体验，使其

获得某种情景暗示[40]。位于老街正街的老街第一楼和同聚楼，都由徽州传统民居改造而成，黑瓦白墙、门楼窗棂、壁画雕作以

及悬挂的金字牌匾等，都有助于满足消费者对老街历史风貌的想象。在餐厅入口，“老街第一楼”依托双龙浮雕以及方正的小

型池塘、石拱桥、美人靠等，营造出微缩的徽派水口园林；大堂的背景墙为白色和青灰色，门楼、柱础、梁架、栏杆上也都装

饰着“徽派三雕”；而就餐区则布设有红木八仙桌、镂空屏风、假山盆景以及青花瓷餐具，座位之间用裂纹木饰月亮门隔开，

包厢门口还铺设着刻有回纹雕饰的过门石，加上不少地方陈设着古风字画、红灯笼、木质算盘、陶瓷酒罐等，营造出古色古香

的氛围。正如餐厅在大众点评网的介绍所言，“餐厅大到厅堂，细到包厢，处处都体现出徽风古韵，让食客能在一席一座、一

菜一点间找回古徽州的悠然气息和历史情怀”。同聚楼餐厅也采用了类似的复古设计手法，并将民居生活场景直接应用到餐厅

的地方营造，比如在厅堂前设有“东瓶西镜”的长案桌，并在案桌两侧悬挂有“古迹虽陈犹在目，春风相遇不知年”的楹联，

让用餐者能直观地感受到徽州的文化习俗。为此，“餐厅将一些传统民居留下来的老家具买下来，放在店里展示给游客看，很

多游客都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总是问个不停”（受访者 B1）。 

位于老式居民区附近的徽菜第一家和绩溪徽菜馆，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陈设都比较简单、随意。其中，徽菜第一家门

口悬挂有红灯笼，门窗装饰有木饰雕花，餐厅内的墙面上贴有黄山的水墨风景画，但无其他地方特色符号；而绩溪徽菜馆则更

为普通，除了餐厅名，很难一眼看出是徽菜餐厅，餐厅店主（D1）也表示：“店里没有做什么精装修，只是大概粉刷了一下，

毕竟是小本生意”。当然，这两家餐厅的窗户、墙壁上都挂有“福”字和对联，也有电视机、吊扇灯、冰柜等常用家电，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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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活气息。“徽菜第一家”的店主（C1）表示，“店里经常会有住在周边的老人家过来吃饭，他们想要和在家里吃一样安心，

因此店里会尽量突出一些生活元素，让他们相信我们店更贴近百姓生活”。 

位于百大商圈的状元一家和云家半里则将致力于促进西方文化符号与徽州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合，以打造具有时尚感的高品

质餐厅。例如，“状元一家”餐厅的外部装修凸显出钢筋混凝土的粗糙质感，冰冷的暗灰色墙壁、清晰可见的砖石纹路以及巨

型落地窗都传递出“工业风”的设计理念，中英文对照的招牌和菜单透出国际化倾向。餐厅内部采用灰色砖墙和硬泥地面作为

空间架构，并将汽车模型、轮胎、涂鸦等作为装饰元素，再加上金属质地的桌椅以及橱窗内展示的枯木、五角星、纸质山羊等

组合的艺术品，同样传递出冰冷的“工业风”。受访的餐厅经理（E1）表示，“我们餐厅主要想给消费者耳目一新的感觉，因

此在设计上采用了汽车主题的工业风格，同时餐厅非常注重消费者的隐私性和舒适感，座位都很宽敞且用金属物隔离开来，因

此吸引了很多消费者慕名而来”。而“云家半里”的整体设计形似海滨木屋，空间顶部用原木堆砌而成，蓝色的窗帘、假花营

造出大海的意象，金属栅栏、木质挂饰、深棕色皮套卡座以及酒吧风格的设计，又赋予其时尚感，同时，该餐厅可俯视新安江，

因此，“很多住在周边的企业人士、医生还有一些在单位工作的年轻人，都会来我们餐厅消费，他们主要看重我们餐厅环境比

较好”（受访者 F1）。 

3.3.2文化氛围的地方营造 

为满足消费者对餐厅的地方想象，经营者会进一步通过表演、服务等，营造出符合消费者身份建构需求的文化氛围。例如，

老街第一楼和同聚楼都努力为消费者打造徽文化体验空间。老街第一楼“服务员的服装都是找专门的服装设计公司设计的，力

图完美还原古徽州人们的生活样式”（受访者 A1），也会在大厅播放古筝、琵琶等传统乐器演奏的徽州民谣；而“同聚楼”则将

菜单以木牌的形式挂在大厅，让消费者取牌点餐，餐厅门口还会有舞板凳龙、唱徽州戏曲等表演，“都是专门从村里找戏班请

过来的，就是为了更全面地展示徽州的民俗文化，吸引顾客的眼球”（受访者 B1）。 

徽菜第一家和绩溪徽菜馆则致力于营造“家的氛围”，均将食材、调料品等放置在显眼的位置，供消费者自由选择菜品搭

配。同时，经营者也特别注意与周边居民的良好互动关系，“经常有一些老人家走累了就来我们店歇歇脚，我们一般都会给他

们沏杯茶，不忙的时候也会和他们聊聊天，拉拉家常，走动走动，关系就熟了，他们来店里吃饭的频率也高了”（受访者 C1）。 

状元一家和云家半里则着力塑造中西融合的时尚感，积极营造休闲和社交所需的“第三空间”。例如消费者可以在状元一

家餐厅内借阅书籍，撰写明信片，甚至可利用餐厅提供的电脑办公，背景轻音乐也能让消费者得到片刻的放松，精致的摆盘则

进一步显示了餐厅的“轻奢”主题。“餐厅倡导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即慢生活的方式，而不仅仅只是餐饮，这更符合现代

城市白领的需求”（受访者 E1）。云家半里则兼具餐厅和酒吧的功能，每天晚上都会安排驻唱表演，“很多消费者都会晚上过来，

喝酒、看表演、欣赏夜景，玩的都很嗨”（受访者 F1）。 

3.3.3消费者对地方营造策略的感知 

基于对消费者访谈文本和网络文本进行的编码分类处理[41]，剔除“餐厅位置”“消费价格”等不属于空间感知的节点，将

剩下的自由节点进行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可归纳为 4 个独立群组和 2 个维度，从而得到消费者对餐厅的感知框架（表 3）。总

的来看，消费者的描述中与实体空间感知相关的更多，对餐厅的装修、布局较为认可；在文化氛围方面，对服务员的服务感受

较为明显，但对文化表演提及的不多。 

从访谈的情况看，消费者对老街第一楼和同聚楼的实体空间感知集中在徽派建筑、八仙桌、古朴屏风、徽州三雕等元素上，

不少游客用“怀旧”“古典”“有韵味”来形容餐厅的空间环境，例如，有受访者（A3）表示，“这家餐厅古风气息浓厚，装

修非常气派，我很享受这次就餐经历，……在这里感觉自己好像穿越回了古徽州”。而对“徽菜第一家”和“绩溪徽菜馆”，

不少受访者认为简单的陈设让人感觉更亲切和熟悉，“更贴近我们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需求，越好吃的徽菜就越要去这种土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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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去找。装修的太花里胡哨反而让我很排斥”（受访者 C5）。受访消费者对“状元一家”和“云家半里”的装修风格也印象深刻，

大多很享受餐厅优雅舒适的就餐环境，会为餐厅贴上“高端”“清新”的标签，例如受访者 E5就认为，“餐厅环境比较高端气

派，设计风格现代感十足，非常适合年轻人和情侣聚餐”。当然，也有消费者对商家的环境设计表达不满，例如有受访游客认

为，装修虽“移植了不少徽州文化元素，但是又用了一些现代化的材料，让人感觉很出戏，……应该在细节处体现出传统风格，

才能让人有代入感”（A5）；“虽然设计得挺复古的，但是看不出来和其他的餐厅有什么区别，……在旅游景区里比比皆是，看

不出什么地方特色”（B3）。这不仅表明餐厅的实体空间塑造尚有值得改进之处，也表达了消费者对实体空间的关注。 

表 3主轴编码与选择编码结果 

选择编码 主轴编码 参考点数 参考点示例 关键词 

对实体空间的感知 对空间环境的感知 46 
餐厅整体装修非常精致，每个地方都是古色古香

的布置，亭台楼阁，浮雕木椅，徽韵十足。 
装修、环境、布置 

 对餐厅服务的感知 32 
店里的服务员都穿着传统服饰，态度也很热情，

会有意向人介绍徽州文化。 
服饰、态度、菜品 

对文化氛围的感知 对餐厅氛围的感知 23 
餐厅虽然装修很简朴，但是很清静，让人感觉自

由放松，就像在家中一样。 

放松自由、气派庄

重、温馨 

 对文化表演的感知 10 
餐厅里有驻唱表演，可以一边吃饭一边听歌，显

得特别有情调。 
音乐、表演、文化 

 

注：参考点数指所有资料中含有该编码信息的数量。 

在文化氛围的感知方面，通过在“老街第一楼”和“同聚楼”享受餐饮服务和观看表演，大多数消费者有一种通过类似角

色扮演的方式融入地方传统生活的感觉，正像受访者 B3所言，“感觉餐厅的文化氛围非常浓厚，那些表演让我更了解了徽州的

历史文化，真的是不虚此行”。而“徽菜第一家”和“绩溪徽菜馆”热情周到的服务，以及餐厅内的方言环境，也让消费者感

受到“熟悉的味道”“进入餐厅，老板都会用方言和我打招呼，感觉很亲切。有空的时候就会过来转一转，看到有什么不错的

食材就会吩咐老板现做，做出来的菜非常正宗，也更有家常味道，和在家里吃饭一样温馨自由”（受访者 C2）。而通过体验“状

元一家”和”云家半里”的服务，消费者也感受到了中西融合的现代气息，“这家餐厅的食物让人感觉很惊艳，经过煎制的毛

豆腐和荷叶以及番茄汁组合在一起，突出了毛豆腐香味的浓郁，臭鳜鱼淋上沙拉酱和柠檬汁，感觉酸酸甜甜的，味道堪称一绝”

（受访者 H3）。当然，在非物质空间的感知上，也有消费者表达了不满。例如，在绩溪徽菜馆用餐的当地退休职工就认为餐厅“很

吵而且很拥挤，个人不是很喜欢，……在外面吃饭当然不会有家的氛围”（D2）；在状元一家用餐的某受访当地公务员也表示“餐

厅也没有很高档，……有点小资情调，但是和传统文化相去甚远，既体现不出我们的地方文化，也没有让我们觉得在这里就餐

很高大上”（E2）。这正体现了地方感知和认同方面的个体差异。 

4 结论与讨论 

消费社会时代，包括餐饮业在内的商业区位研究应该更多关注消费者的需求差异及其活动范围，这可能是较小尺度城市商

业空间出现地域分异现象的重要内因。而在以传统地域文化为主要卖点的历史文化街区，更可能由于游客以及不同类型居民群

体的活动地域分隔，产生较为明显的餐饮业态和地方营造策略的空间分异。基于屯溪老街街区餐饮业发展的调研显示，游客、

老式住宅区以及附近公寓的本地居民作为该地块餐饮业的主要消费人群，在消费动机和需求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其主要活动的

区域也存在一定的分隔，这就使得不同区位的餐厅拥有不同的主要目标消费群体，由此，商家会选择不同的业态和地方营造策

略。位于屯溪老街上的徽菜餐厅倾向于利用复杂的传统文化元素满足游客对徽州文化的想象，接近老式住宅区的徽菜餐厅则倾

向于为当地普通居民营造“家”的氛围，而百大商圈的徽菜餐厅则致力于为当地白领制造时尚和现代化的感觉。较为成功的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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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餐厅都在地方营造方面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不能迎合消费主体期望的餐厅则往往被认为“不得其所”。这既体现了生产要

素的空间格局对商业活动区位的影响趋于下降、不同消费群体空间分异的影响趋于上升，也表明促进文化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

的互促发展具有积极价值。 

必须指出的是，餐饮业经营者的业态和地方营造策略选择都主要服务于经济利润目标，以最为经济节约的方式满足主要目

标消费群体与文化相关的餐饮消费需求，这是基本的法则。为了在垄断竞争的餐饮业竞争中提供差异化的餐饮服务，商家需要

在业态和地方营造上有自己的特色选择；但服务于利润目标，商家还必须进行投入产出效益分析，瞄准所在区位可能的目标消

费群体及其消费需求，选择最合适的业态和餐厅营造策略。就屯溪老街地块的研究而言，在老街正街和主要的横马路上，游客

是主要的目标消费群体，他们在偶然的消费活动中，可能愿意支付较高的成本以满足消费异域文化的需求，因而商家可以选择

投资较多的业态和地方营造策略；但在老式住宅区附近，由于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有限，消费异域文化的动力不强，因此，经

济集约的投资方式更为可取，满足消费者对徽菜口味的需求更有价值；至于百大商圈附近，由于当地年轻白领是主要的消费者，

满足他们对现代小资情调的追求可以成为商家的选择。总之，消费社会时代餐饮的地方营造深受消费主体身份建构需求的影响，

这是市场机制和后现代消费特性所共同决定的，这使得区位在较小尺度上具有了更显著的研究价值。当然，制度环境以及地租

等其它经济因素的作用也是极为重要的，前者在屯溪老街的餐饮业格局中已经有所体现，后者则与消费群体（特别是本地居民）

的空间分布具有紧密联系。当然，文化多元化是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消费者与文化相关的需求的多样性远远比屯溪老街案

例研究的复杂。未来，可进一步细化消费者多元化需求的影响，更深刻地解析多元化消费空间里的区位规律，从而使人文地理

学各主要分支学科的研究能更好地共同服务于实践问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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